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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的故事

马齿菜

马齿菜，有人叫它马齿苋，搁房坡上晒

一个月都不会死，所以又叫不死菜，小时候

经常吃，我却不喜欢它。岁月荒寒，不舍得

拌很多面，马齿菜蒸菜，酸、软、黏，囫囵半片

咽下去，挡饿就好。那时候压根儿不知道，

酸，是因为马齿菜富含苹果酸、葡萄糖、钙、

磷、铁、维生素 E、胡萝卜素、维生素 B和维生

素 C等营养元素，吃了对身体有很多益处。

马齿菜不择地而生，春夏秋三季都有。

叶嫩茎粗，支棱棱的很上手。除了低浅的庄

稼 地 ，高 粱 地 、玉 米 地 里 也 会 成 片 生 长 。

掐一节儿马齿菜秆儿，窝弯撑住上下眼皮

儿，是孩子们玩不腻的游戏。

马齿菜焯熟晒干，或包包子，或炒粉条、

炒肉，就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筋筋的，耐

嚼，有一股恋齿不去的特殊香味儿。

如今马齿菜不但作为商品菜，更作为中

药被人栽培，开花结子成熟后，收存，茎叶和

种子皆可入药。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止痢

的功效。

《唐本草》：“（马齿苋）主诸肿瘘疣目，

捣揩之；饮汁主反胃，诸淋，金疮血流，破血

癖症癖，小儿尤良；用汁洗紧唇、面疱、马

汗、射工毒涂之瘥。”

《本草正义》：“马齿苋，最善解痈肿热

毒，亦可作敷药。”

牛舌头草

牛舌头草叶大如牛舌，长在水边湿地，

东坑边的水沟里最多，一棵能有十几片叶

子，比菠菜还肥大。遇到没菜下锅的日

子，奶奶就让我去薅。也不用镰，也不用

剜铲儿，只管弯腰用手拽，不大会儿就是

大半篮子。放油盐炒着吃的时候不多，焯

焯凉拌，木木的，有种打卷儿不去的涩味

儿，口感不太好。别的野菜稀少的日子，

才会吃它。

牛舌头草又叫土大黄，土大黄的功用

多了去了。牛舌头草的根很粗，我见过有

人用牛舌头草根泡水洗脚，说是洗了没有

脚臭味儿。那时，常常赤巴脚锄地、插秧、

刨红薯，脚早被泥土“洗”干净了，根本用不

着这土大黄。更别说牛舌头草叶洗头，有

肥皂有碱面儿，费那事儿干啥？究其原因，

是我根本不知道牛舌头草叶洗头又香又光

又环保，还省钱，现在想想真是亏大发了。

《纲目拾遗》记载牛舌 头 草 ：“ 破 瘀 ，

生新。治跌打，消痈肿，止血，愈疥癣。”

现代医学研究：牛舌头草具有生湿生

热、调节异常黑胆质、生湿补脑、祛寒补

心、爽心悦志、润燥消炎、止咳平喘等功效。

牛 舌 头 草 又 名 救 命 王 ，有 清 热 解

毒 、凉 血 止 血 、祛 瘀 消 肿 、通 便 、杀 虫 的

功效，叫它金不换也名副其实。

野苜蓿

不起眼的野苜蓿，宽中下气，健脾补虚，

利尿退黄，舒筋活络，是一味中药。农田里

本来就不多，现在肯定更难找见了。野苜蓿

泼生泼长，荒坡、路沟、水淹沙喷的河滩地，

有土的地方就有它。

我 叫它毛苜蓿，和叶子像胡萝卜秧的破

鞋底一起蒸蒸吃，干爽不腻，清香耐饿，是春天

里的一道美味。它们都是覆地而生，毛苜蓿抓土

更紧些。手掌大、碗大，长在田里会直起茎秆挑

着黄花儿。一片片溜河风刮动阳光，青青的麦田

一眼望多远，河岸边的豌豆开花了，合拢的秧尖

儿依然好吃。这是孩子们剜毛苜蓿的好日子。

河滩里的毛苜蓿最多，不动地方就能剜满

一大筐。到河边儿，倒在干净的沙砾上，一棵

一棵摘出来。说摘不确切，应该是剪。拿起一

棵抖掉沙土和草，用随身带着的剪子把三四指

长的嫩茎带叶剪下来。面前是清清的河水，阳

光晒在水波上，打眼亮，亮得人摇头晃脑地唱起

歌来。摘完了，洗净了，一路小跑回家去……

那时候光知道吃，压根不知道毛苜蓿治

消化不良，治浮肿，治黄疸，还能治风湿痹

痛。据《宁夏中草药手册》：野苜蓿全草入药，

舒筋活络，利尿。“主治坐骨神经痛，风湿筋骨

痛，劳伤疼痛，黄疸型肝炎，白血病。”

野苜蓿富含蛋白质，是飞禽走兽都爱吃

的饲草。

小茴香

小茴香也有野生的，但是不多见。旧

时农耕岁月，谁家的菜园子里会没有小茴

香呢？即便没有菜园子，也会在院子里种

上两棵，用砖或是瓦砌成池子，水呀肥的精

心养护，让它发墩起葶开花结子。小茴香是

主贵的菜，包饺子，包包子，炕菜合，烙饼馍，

摊煎饼，做馅饼，炒鸡蛋，无不鲜美有奇香。

谁家要是吵架了，气不顺，肋间痛，小茴香子

儿烙馍，一吃就好了。再不济，嚼一口小茴

香茎叶，或是一撮儿小茴香子儿，也就没事

了。那是因为小茴香含有茴香油，在腹气胀

时能排除气体，减轻疼痛。另外，用小茴香子

儿炕干饼，是治小儿积食的常用妙方。

小茴香嫩芽是一款好菜，小茴香子儿

是作香料的上品，小茴香全草入药。

小茴香温肾散寒，和胃理气。

《唐本草》记小茴香：善主一切诸气，如

心腹冷气、暴疼心气、呕逆胃气、腰肾虚气、

寒湿脚气、小腹弦气、膀胱水气、阴颓疝气、

阴 汗 湿 气 、阴 子 冷 气 、阴 肿 水 气 、阴 胀 滞

气。其温中散寒，立行诸气。

生活在都市，小茴香也是不可多得的

盆栽绿植，多年生，春来发新芽，满屋子清

香。茎叶灰绿，多分枝，长到两尺多高，成

线成丝，开出复伞形的花，清灵秀雅，赏心

悦目。

白象山与祁建华

郏县城东三十里有一山，曰白象山，又

名阴山。阴山之名缘自北汝河从它北面弯

弯流过，故称阴山。白象山之名则是依据

古时楚庄王之女妙颜（亦称大皇始）远骑白

象来此修行，亦名白象山。“山不在高，有

仙 则 名 ”，白 象 山 不 高 ，仅 180 余 米 ，在 郏

县算不上高山峻岭，但却因大皇姑妙颜在

此证道修行而闻名遐迩。时至今日，这里

依然寺塔高耸，寺房栋栋，信客纷至，香火

缭绕。

白象山与一位当代名人的不解之缘，

却鲜为人知。这个人就是祁建华。

祁建华这一名字对许多人来说，也许

有些陌生。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却是

一个闻名全国、令世人敬仰的功臣人物。

他因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短时间内让数千万的国人迅速脱盲，为

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毛泽东称他为“名副

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称他为“当代仓

颉”，周恩来说“创造速成识字法，祁建华同

志是有功的”。因功绩卓越，他从一名普通

的解放军文化干事提升为国家扫盲委员会

副主任，成为副部级干部。

祁建华就出生在白象山脚下的王来湾

村。家乡的山水如慈爱无限的父母哺育着

身边的孩子。祁建华从小在山上割草、放

牧、砍柴，山路的坎坷磨砺了他不畏艰险、

知难而上的倔强性格。山脚下那曲折奔流

的北汝河水给予了他百折不挠、一往无前

的进取意志。当他渐渐长大，入校学习时，

白象山便成了他读书求知的好去处。

白象山平时人迹罕至，优雅宁静。祁

建华读书学习之时，常常来到山上，寻一静

处，潜心静学。最使他难忘的是，有一次，

他偶然得到一本旧字典，为了在短时间内

把这本字典学会弄通，他就来到山上，在一

个小山洞里学了起来。他废寝忘食，一学

就是 11 天，这 11 天中，他不仅背会了这本

字典里所有的内容，而且把同音字一个个

挑出来，排列成同音字表，再用注音符号

进行标注。也就是在山洞里这样的学习，

为 他 后 来 创 造 速 成 识 字 法 奠 定 了 基 础 。

祁 建 华 后 来 回 忆 ：正 是 那 次 在 山 洞 的 学

习，为后来创造速成识字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1948 年 4 月，祁建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中原军政大学，毕业后，任解放军某部文

化干事，在紧张的行军打仗之余，他依然没

有放弃对速成识字法的研究并最终成功。

按此方法，一个文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内，就可以学会运用 3000 多个常用汉字。

这种方法先在部队推广后，在全国迅速普

及开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轰轰烈烈的国

家扫盲热潮中，帮助 5000 多万的国人很快

脱 盲 ，为 新 中 国 建 设 事 业 发 挥 了 巨 大 作

用。他由此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

价和人民的赞扬，获得国家“特等功”等荣

誉称号，又很快地由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文

化干事一举成为国家副部级领导干部。

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祁建华在

1957 年的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几经曲

折磨难，祁建华最后回到家乡成为一个农

民。但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依然初心不

渝，坚持进行速成识字、速成珠算法等的研

究、传播与推广。此时，白象山更成了他常

去的地方，他站在山顶，登高望远，那辽阔

的大地、壮美的景 色 ，给 心 身 疲 惫 的 他 莫

大的宽慰。

1979 年 ，祁 建 华 终 于 平 反 昭 雪 ，并 特

邀 当 上 了 省 政 协 常 委 。 此 时 ，祁 建 华 依

然 坚 守 在 自 己 的 家 乡 ，在 熟 悉 而 亲 切 的

大 地 上 继 续 进 行 着 他 速 成 识 字 新 案 的 传

播 和 普 及 。 后 来 ，他退休了，就来到白象

山上，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下来。

1994 年初夏的一天，我慕名前去看望

他，看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赤 着 上 身 ，

手握镢头，汗流浃背地弓着身子，正在刨

挖 一 片 山 地 。 我 上 前 问 ：“ 祁 老 师 ，您 这

么 大 年 龄 为 啥 要 这 样 干 ？”他 笑 着 地 说 ：

“我从小就在这山上长大，爱这个山。如

今，年老了，更舍不了这山了。现在开些

荒 地 种 点 庄 稼 ，不 仅 能 为 我 办 学 讲 课 增

加 些 收 入 ，而 且 能 为 后 人 留 下 一 方 良 田

啊！”

2001 年 8 月，81 岁的祁建华积劳成疾，

不幸去世。归焉之地，他在生前就已定好，

别的地方不去，就埋在白象山上。他的众

多学生遵循老师的遗愿，就把他安葬在了

白象山上。

祁建华走了，他走得并不悲伤，也不孤

单，他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受到了人们

的关爱和敬仰。1999 年，军委原副主席刘

华清联名张衍（国家科工委原副主任，国防

科技大学校长）给当地政府写信嘱托照顾

好这位人民功臣。当地政府也对其关怀备

至，为年近八旬的祁建华建造了新房。当

地群众怀着敬慕之情，在其家乡自发地建

起了“祁建华纪念馆”。在今年建党 100 周

年庆典活动中，中央广电总台推出“理想照

耀中国”大型专题片，选出为党和国家作出

巨大贡献的 40 位先进人物编为电视节目播

放宣传，祁建华位列其中，并作为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个人物，在第 14 集中以《秀才遇见

兵》为题播出，再现了祁建华的生动形象和

光辉事迹。

2021 年秋天，我怀着对这位老人的敬

仰缅怀之情，再次登上白象山。祁建华的

墓地就在白象山一处向阳的山坡上。坟墓

不大，仿若普通的土堆，一通不高的石碑上

仅刻着“祁建华之墓”几个字，简朴而沉静，

一如他生前的样子。周围，他生前开出的

一片片田地，如今已被后人或种为庄稼，或

辟为果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高山无言，流水有声。祁建华已与家乡

的山水融为一体，岁月虽逝，精神永存！

○
马
继
军

9 月 25 日，在医院陪护，手机没电了，妻子的吊针还没

打完，实在无聊，我便下楼去超市买了包五香花生米。

回到病床边，一粒一粒细嚼慢品，不知不觉思绪定格

在了干果上。

干果，相对鲜果而言，是一种统称，常见的有花生、核

桃、榛子、松子、瓜子等闭果，也有腰果之类的裸果，还有半

开口的巴旦木、开心果等。此外，通常人们还喜欢把晾晒

的葡萄干、提子干、桑葚果之类也称之为干果，甚至连“干

果中的鲜果”板栗亦有人将其归在其中。

休闲干果零食多为有机特产，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蛋白

质、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营养物

质。人们对干果的需求，正像海南黎族民歌所唱的“久久

不见久久见，好久不见真想见，久久相见才有味”。约三五

朋友，品六七味干果，谈笑风生，可是件快事。

不知从何时起，我相信了一种民间说法，男人要多食

南瓜子，尤其是生南瓜子，说是对前列腺有保护作用。

一连几年，不论带皮和不带皮的，几乎天天整把整把

地吃，还瞅准了附近一家老牌小店，每次晚饭后溜达时，我

总要隔三岔五地顺手拎上一袋。有几次竟把小店的生南

瓜子给买光了，以至于后来每每路过

这家店，女店主总是笑容可掬地打招

呼：“生南瓜子到了，这回可饱了。”

在 各 类 干 果 中 ，我 尤 为 喜 欢 核

桃。这年头，生活条件好了，核桃也卖

得便宜，7 元至 10 元一斤，十多元一斤

算是贵的了。

也不知从哪儿记住的一句话，称

核桃乃“糖人”之首选！或者受“经常

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广告效应的影

响，喜欢兼职写文的我坚信核桃补脑，

一年四季家里几乎从未断过。

每日晚饭后，一边看新闻联播，一

边顺手从茶几下方的容器里拿出几

枚，用专用的核桃夹子夹开，细嚼慢

咽，还特地将其间的分心木用一只空

塑料瓶盛攒着，时不时地捏上几片当茶饮。据说，那是一味

珍贵的中药材，对睡眠和心脏都有益。

我有个习惯，每次收到稿费，都要特地到“栗不了”店里

买上 15 元刚出锅的迁西小板栗，一家三口趁热三下五除二

吃个精光。

因为是兼职写作，稿费多少也不影响家庭生活，权当零

花钱，平时完全可以支付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每年春

节前夕，我总是要特地从网上买上五斤黑龙江当年新下

来的东北野生榛子，一直吃到过完正月十五儿。

“栗子补肾”。我总是一边剥皮，一边这样说。据说，营

养丰富的板栗原产我国，是国人食用最早的著名坚果之一，

不仅年产量居世界首位，营养也是世界栗林之冠。

这家“栗不了”干果店是疫情之后才开的，店主是个壮

年小伙。

春节前夕，这家店由于经营的品种越来越多，去买年货

的人们总是络绎不绝。为了更好地打开市场，这家店还推

出凭票“买 5 元加 1 元给 11，买 10 元给 15”的优惠，这让一向

节俭习惯了的妻子很热衷。

只是她一次不让买多，还振振有词，“买多了吃不完，第

二天凉透了，皮太难剥。”

反正离家也近，仅一路之隔，对此，我也不反对。

在我就职 40 余年的公司，几年前实行了一种误餐费制

度，每位职工每月补贴 500 元，主要是用于职工食堂就餐，

相当于一种福利。结余的钱可以在职工误餐窗口按需领取

米面油肉蛋奶及其他小吃，当然，也有干果类成盒地供应。

像国内知名的恰恰、众口、三只松鼠干果礼盒都有，一

开始感觉挺新鲜，常领常吃，以至于后来家人都吃得没有新

鲜感了，一连几个月都消灭不了一箱。

小小的干果余味清爽，口感香滑，回味悠长，甘之若

饴。虽只是生活中的一束浪花，不能当主食充饥，却能折射

出生活质量的高低，品种日渐丰富的干果全国连锁店，完全

可以体现生活的丰富多彩。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伴 随 着 物 质 的 极 大 丰 富 ，百 姓 的 钱

袋子鼓了，各类美味干果也开始珠贝相辉，纷纷争抢吃

货眼球，也日渐成为吃点健康、吃点营养的幸福小康生

活之必选。

细想起来，这得感谢自己所在的公司。要是放到过去，

恐怕连温饱都成问题，何言能飨各种美味的干果？

真是赶上了好时

代，又工作在一个效

益 和 福 利 尚 好 的 企

业，这本身也是一种

修来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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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出乎意料

奸相处理事情，自有其邪门之处。秦桧做宰相，威风八

面。有人模仿秦桧字迹持信去见扬州太守办私事。扬州太

守察觉其伪，将该人与书信一同押至秦桧处。秦桧亲自审

理此案，却以任用此人为公务员结案。大家都不明白原因，

秦桧说：“有胆冒我名写信，此必非常之人，若不以一官稳住

他，这人必为敌人（金国）所用。”

247.喜怒哀乐
清朝，国家人事部（吏部）下设四个部门，俗称吏部喜怒

哀乐四司。一是文选司，负责官员的调配任命，故曰喜司；

二是考功司，负责官员的考核处罚，故曰怒司；三是稽勋司，

负责官员的生老病死，故曰哀司；四是验封司，负责官员的

荣誉及待遇，故曰乐司。

248.拒绝献俘
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征虏左副将军李文忠（江

苏盱眙人）清剿元军残余势力大获全胜且俘获了许多元朝

王室成员。有关方面向明太祖朱元璋建议举行隆重的献俘

仪式。皇上问：“献俘这类事古代有没有啊？“有关方面回

答：“唐太宗曾经举办过。”皇上说：“唐太宗举办献俘仪式的

对象是叛乱者王世充的部队。对待隋朝王室，恐不行此

礼。元朝皇室虽属夷狄，但入主中国百年之内，人民生活总

体上还算说得过去。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可以让这些王

室成员穿着元朝的服装朝见我一次，然后赐以中国衣冠就

行了。”

249.雨中穿靴
有一天退朝后，明太祖朱元璋看见两个太监穿着靴子

在雨中行走，马上斥责道：“靴虽微，皆出民力。做一双鞋，

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同

时下诏，百官入朝时若遇雨雪，可以穿雨衣。问题是，下雨

不让穿鞋，难道都光着脚？

（老白）

E-mail:rbfk@pdsxw.com

“时间已经过去 40 多年了，不知道我当

年下乡的档案还能不能查到。”曾是下乡知

青的胡某即将退休，根据劳动人事工作有

关规定，计算下乡期间的工龄需提供下乡

插队的证明。为了这份证明，胡某已经跑

了一个多月，跑过劳动部门、组织部门及

派出所等多个部门，但均未有结果。他抱

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了市档案馆。市档

案馆保管利用科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经

过身份核对，迅速打开档案管理软件，输

入查找关键项，胡某 1976 年在东风公社任

寨大队下乡的原始档案迅速出现在计算

机屏幕上，经彩色打印、加盖公章，3 分钟

不到，档案凭证已送到胡某手中。胡某激

动不已。

近年来，市档案馆积极推进档案利用

便捷化、智能化，加快馆藏档案数字化，馆

藏档案数字化率已达 95%以上，让档案数字

化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市档案馆保存的部

分知青档案已全部数字化，已先后为上万

名下乡知青落实工龄、核实年龄顺利办理

退休手续提供了重要依据，得到了群众的

充分肯定和好评。

1954 年-1955 年，郏县大李庄乡把 32

名回乡中小学毕业生安排到各农业社担任

会计和记工员。

1955 年，毛泽东主席对有关郏县大李

庄乡（现广阔天地乡）的报道《在一个乡里

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作了批示：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

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

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并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从而引发了

一场发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长

达 27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先后共

有 3000 多万名知青响应毛主席号召，浩浩

荡荡奔向农村，奔向边疆，奔向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为改造、建设广大农村作出了贡

献。郏县广阔天地乡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被誉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发源地”。

为了切实加强领导，经批准，原属大李

庄乡的大李庄、吴堂、杨庄 3 个大队 10 个自

然村、25 个生产队，从渣园人民公社划出，

成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

1968 年 7 月 15 日，公社成立庆祝大会

召开。7 月 19 日的《河南日报》发表了公社

成立的消息，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公社的名字意义深远，它来源于毛主席批

示的最后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公 社 自 然 成 为 广 大 知 识 青 年 向 往 的

地方，成为中国知青上山 下 乡 运 动 的“ 圣

地”。当年 8 月，郑州首批 71 名知青落户

该 公 社 ，至 1976 年 先 后 多 批 668 名 知 青

来 到 这 里 ，他 们 大 多 住 在 吴 堂 、邱 庄 、杨

庄等地。

“广阔天地”是知识青年锻炼成长的人

生课堂。他们在 党 的 领 导 和 贫 下 中 农 的

教 育 影 响 下 ，认 识 了 农 村 、农 业 和 农 民 ，

他 们 积 极 参 与 兴 修 水 利 ，发 展 农 业 机 械

化，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当赤脚医生、倡

办 夜 校 …… 把 新 思 想 、新 文 化 和 科 学 知

识带到了农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发展农

业经济作出了贡献。同时，简陋的环境、

独 立 的 生 活 、艰 苦 的 劳 动 ，让 他 们磨练了

意志、增强了体魄，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

自力更生。

1978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10 日，国务

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在城市积极开辟新领

域、新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

造就业和升学条件，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

再动员下乡。自此，历经 20 余年的城镇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

知青档案：为曾经的青春岁月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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